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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升达，采访临近结束时，记者突发奇想，想客串一次节目主持
人，即兴向在场的升达师生员工问一个“抢答题”：用一句话概括你
心中的创办人——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的人。”
“他是我一生永远的老师。”
“他高大，值得敬仰；他亲和，易于交融。”
......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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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世界构筑多维世界构筑“教育帝国”“教育帝国”
——中原之子系列人物之王广亚

本报记者 张永 党贺喜 文 杨光 图

2011 年 12 月 20 日，郑州升
达经贸管理学院的创办人王广亚
先生第N次由宝岛台湾飞抵绿城
郑州。

24日，几经联络约定，在中州国
际饭店一个普通的房间，记者终于
见到90高龄的王广亚先生，这位记
者心中的传奇人物。先生此行是要
约见教育部有关官员，商谈河南财
经政法大学成功学院独立转设大
计。相对乐观的信息表明，这个设
置于巩义市新城区的院校，将真正
而彻底地实现老人把大学办到自己
出生地家门口的夙愿。

九十载春风飞度，三千里关山
驰骋。凝望眼前这位老人，身材不
高，面容清癯，耳不聋眼不花，乡音
依旧，两道弯弯的寿星眉，不仅见证
了老人的岁月风霜，也彰显出内涵
深刻的大贤大德。凝望眼前这位老
人，记者脑海中突然出现一种画面
叠加的“幻觉”——他恰似一部蕴含
对立统一的哲学书，他犹如一幅镌
刻着沧桑的人物版画，他仿佛是茅
盾笔下的“白杨礼赞”，平淡中隐藏
着波澜壮阔。

渐渐地，所有的“幻觉”终于廓
清了记者的流水线脉络——王广亚
的“教育帝国”来自他的多维世界！

人物名片
王广亚，男，

汉族，1922年6月
30日出生于巩义
大峪沟镇海上桥
村。毕业于日本
亚细亚大学经济
系，1977 年获美
国加州联合大学
荣誉教育博士，
1997年获韩国清
州大学名誉经营
学博士，2009 年
获韩国南部大学
名誉哲学教育博
士学位，2010 年
获日本创价大学
名誉博士学位，
现为台湾育达教
育文化事业机构
总裁。郑州升达
经贸管理学院等
10所学校皆为其
创办。

1321公里，这是记者搜索到的郑州到
台北的直线距离。而王广亚的台胞特殊
身份更使得这 1321 公里变得格外遥远些
——1947 年，他被命运从大陆裹挟到台
湾，命运的风筝一直放飞了 43 年时间，放
飞到天海相隔、很远很远的地方。从1947
年离开大陆赴台到 1990 年 9 月首次回到
大陆探亲，1321公里的路程，他走了43年！

但王广亚距离我们却又是那么的近，
近到不足百公里——1922年 6月 30日，他
出生在巩义大峪沟镇海上桥村。这是一
个黄土山丘、玉米棉田、山路陡峭、小径弯
曲之所在。17岁那年，王广亚走出故居的
土窑洞，闯荡世界。而自从1990年回桑梓
探亲后，掌控王广亚命运的风筝绳儿又一
步步把他拉近中原、拉近郑州。鬓毛虽
衰，乡音依旧。有趣儿的是，记者采访时，
王广亚张罗服务员续开水时冒出一句更
为亲近的正宗巩义话：“来点滚水，要冒烟
的啊！”

最远的郑州逐渐成为他最近的爱。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冰封的海峡已
经解冻，两岸民间交往日益频繁。已是古
稀老人的王广亚归乡心切，而首次探亲获
得的教育方面的信息，更使他“别有一番
滋味在心头”：“当时咱河南近 9000 万人，
可全省没有一所重点大学，河南高等院校
少，全国重点大学以及外省院校每年在河
南招生人数也有限，河南每年的高中毕业
考生又多，从而导致咱河南的高考录取分
数线反超外省 100 多分，同样的高考分数
下，咱可吃大亏了啊！”从那时起，王广亚
种下了在家乡办学的梦想种子！

1993年年初，在谢绝了上海、南京、广
州等地的邀请后，王广亚毅然决然要在郑
州办一所大学。他的信条是，在家乡办大
学是雪中送炭，在大都市办大学是锦上添
花，而故乡最需要雪中送炭！王广亚送的
这盆“炭”实属不易，弥足珍贵：他决定倾
尽毕生的积蓄，外加热心朋友的资助在郑
州筹建一所私立经贸大学。1993年 3月 6
日，省教委根据省政府豫政文[1993]第 44
号文件批准，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的前
身“升达大学”应运而生；同年 8 月 12 日，
挥锨破土的奠基礼让新郑市龙湖镇迎来
了史无前例的第一所高校筹备处。

“近乡情更怯”。王广亚把筹备中的
大学命名为升达大学具有双重寓意深远
的含义：一是与他1949年在台北创办的首
个学校育达高级商业家事职业学校相连
续，二是父亲王家昇当年在巩义山村也是
热心办教育之人。取名“升达”也有纪念
家父，光大先人遗志之愿。

情有多长，路有多长。走近家乡的王
广亚不仅在河南乃至全国首创台资在大
陆创办本科高等院校先河，而且，随着
1994 年升达大学的开学庆典，短短几年
间，龙湖，这个沟沟壑壑之所在居然飞速
发展成为一座大学城。

最远的王广亚办了一所离老家最近
的学校，而这所最近的学校又带来一个庞
大的龙湖大学城，这是怎样的一种大贤大
德，怎样的胸怀和气魄啊！

身高170多厘米，体重120斤，
年至耄耋。假如这位普普通通的
高龄老人行走在茫茫人海中，绝对
不会引人注目的。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这位看
似孱弱的老人，为着打造“教育帝
国”的梦想，刚强和坚毅的主色调
一生相伴，不离不弃。特别是在
升达初建之时，古稀之年的王广
亚愈老弥坚。

岁月如歌，往事如昨。记者在
升达采访时，当年的知情人对1993
年那个春天，依然历历在目。深情
描述得以“情景再现”，曾经自嘲

“真是在拼老命”的王广亚把坚强
演绎得那么感性而感人——

“那时候说创办人是‘空中飞
人’一点也不假啊，从台北到郑州，
从郑州到台北，坐飞机简直如同打
的。”说这话的是王广亚的女儿、郑
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董事长王淑
芳。顺带需要说明的是，王淑芳在
采访中很少言必称“我爸爸”，而总
是冠之以“创办人”。创办人是台
湾俗语，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创始
人。“但如果要说文解字，我觉得创
办人的称谓最贴切，就是要创业、
办事。”王淑芳诠释道。她接着回
忆到，在最最繁忙的 1993 年春天，
一周之内，创办人居然在海峡两岸
飞了四个来回。

飞来飞去的王广亚一落地就
直奔工地。“20 多处建筑项目，转
上一圈需要两个多小时，发现问

题要随时处理，每天差不多要在
工地查看两次。太阳晒得创办人
两眼周围浮肿泛红，额头上都脱
皮了，流的汗就不必说了。”王淑
芳回忆的没错。记者在学校提供
的宣传片中就看到这样的原始镜
头：时年 71 岁的王广亚戴着一顶
大草帽，在泥泞的建筑工地上行
走着。知道的能认出是亿万富豪
台胞，不知情的一准认定这就是
一个地地道道的河南老农民哪！

在升达，记者特意来到王广
亚的“官邸”找感觉。令人惊讶的
是，老先生的办公室独独缺少他
这般年龄的配置——休息床，而
仅仅是办公桌后的一把椅子。“创
办人的短暂休息就是靠在椅背

上，头上顶一条湿毛巾，闭目养神
十多分钟就又重抖精神，继续工
作。”王淑芳深情道白。

1994 年 12 月 6 日，升达首届
学生顺利入学三个月之后，当时
的省委书记李长春第二次亲临
学校视察。当他察看完学校的
语音教研室、当时还颇为前卫的
电脑教室后，连连称赞说：“很
好，很好，王老先生为河南办了
一件大好事！”

“人生最大的快乐是从工作中
产生的。摩顶放踵的宗教家、赴汤
蹈火的殉难者、呕尽心血的著作
家，他们都是用工作来求取生活的
快乐而忘记了忧愁的。”这是王广
亚践行自己座右铭的最好写照。

在记者近 20 年的采访生涯
中，能有幸拜见王广亚先生，绝
对是实现了双重突破——他不
仅是高端采访对象，而且也是最
高龄采访对象。

年老却很“潮”，这样的大反
差居然在王广亚身上表现得那
样鲜明，使人在错愕之余更加敬
仰。而梳理王广亚众多的“潮观
点”，记者似乎只能无奈地、挂一
漏万地采撷几束——

王广亚之潮潮在办学特色
上。对此，学院院长崔慕岳耳熟
能详，一一道来——办学理念：
伦理、创新、品质、绩效；其核心
是“三三三制”，“三心”，即“关
心、爱心、耐心”，心心相连；“三
严”，即“严管、严教、严考”；“三
特色”：第一个特色是“两证多
照”，即学生毕业时不仅要有毕
业证和学位证，还要有英语、计
算机等级证书以及专业方面的
资格证书。第二个特色是“三
守”，即老师、学生都要“守时、守
信、守法”。第三个特色指风度
仪态。“三三三制”的核心是三个
特色，即教学特色、品德特色、形
象特色。这是王广亚兴教办学
60 多年来总结提炼出来的教育
思想精粹。“三三三制”好在哪
儿？升达人的这两句顺口溜概
括得最形象：“毕业即就业，上岗
即上手。”

王广亚之潮潮在教学理念
上。与别的学校不同，升达独
有一个常设机构教学督导组，6
位德高望重的退休大学教授专
司旁听之责。这一招让一些初

出茅庐的青年教师颇为发憷！
学院文学法律系主任段丰乐回
忆起当初“被听课”的感觉记忆
犹新：“上第一堂课时，看到后
排旁听的督导老师，直觉就是
紧张、害怕。”但课间时间，督导
老师却会放下一脸的严肃，和
讲课老师反馈交流教学内容、
讲课艺术和板书情况，时间长
了，这些“黑老包”反而博得了
青年教师的好感。“刚来时，那
是‘丑媳妇儿怕见公婆’，怕听
课；后来却渴望‘被听课’，想找
到‘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觉。”
段丰乐感慨系之。

王广亚之潮潮在“细枝末
节”上。不知当下哪所高等院校
还有劳动课而且把劳动课纳入
学分管理，而且，谁拿不到这两
分，谁就休想毕业。而升达就是
这么“潮”！企管系的党群同学
参加工作后回望升达岁月，脱口
而出：“我能在新单位获得最优良
的第一印象分，就是因为我在升
达学到了最好的一门课：劳动，是
劳动这一细节决定了我的成败，
到了新单位，倒水、扫地这些活儿
完全出于是本能和习惯。”

升国旗，现如今在各个学校
屡见不鲜，但 17 年前，升达从学
院成立之日起就坚持天天举行
升国旗仪式，这绝非多见。“养成
教育靠灌输，靠熏陶，靠氛围。
嘹亮的国歌声就像‘定海神针’
一样，无论你正在干什么，都会
不自觉地停下一切，面对国旗而
伫立，这就是升达特色。”刘炳南
同学感从中来。

毋庸讳言，打拼一辈子了，
如今的王广亚无疑已经贴上了

“亿万富翁”的标签。
遥想当年初创时，王广亚首

笔款项出手就是 200 万美金；为
了建设绿色升达，王广亚仅仅用
于绿化的工程款就达人民币300
万元；修建家乡巩义海上桥村小
学，他口袋一掏就是3万元；修建
巩义二中钟塔，他大笔一挥，开
出 13 万元的支票；1989 年，育达
高级商业家事职业学校 40 年校
庆典礼，王广亚的“范儿”做到了
极致：庆典设在鼎鼎大名的台北
圆山饭店，来宾每人餐费均超
100美金。

然而，在王广亚的多维世界
中，大家风范与“小家子气”却反
差并有序兼容着——

还是在 1989 年育达 40 年校
庆庆典上，没有人知道在极尽浮
华的背后还有鲜为人知的一
幕。“那是我第一次去台湾和爸
爸见面，庆典活动结束后，爸爸
给了我 100 元台币，让我去买两
份便当。当时我好纳闷啊！”王
淑芳讲的这一幕颇具戏剧性：当
时的王淑芳一不知啥是便当，二
不知去哪里买。她只是暗自思
忖：会不会给司机或者下人准备
的午餐啊？结果，当王淑芳打的
买回来两份大陆人叫盒饭的便
当回到爸爸办公室时，老爷子分
给闺女一份，自己留下一份，随
后又用一次性口杯倒了两杯茶，
开口说道：“好久没吃便当了，味
道真好吃呀！”王淑芳觉得匪夷
所思：这就是分别40多年的爸爸
给自己的第一份午餐？

如果说王淑芳细述的是20多
年前的往事，那么，记者初见王广
亚时，他的装束打扮恰恰验证了
他一如既往节俭的“情景再现”。

“您这身夹克一定是名牌产
品吧？”当记者冒昧而好奇地问老
人时，他不经意地说：“这是我在
台北超市买的，也就 100 多台币
吧。”不仅如此，像这样的“低碳夹
克”，王广亚家中“收藏”有几十
件。“我喜欢穿夹克，不仅价格便
宜，而且走路、工作都很方便。”接
着更有戏剧性的一幕，王广亚抬
起左手，指着自己戴的手表向记
者“推销”说：“你去过海南没？如
果有机会去海南可别忘了去免税
区‘淘宝’啊，你看，我这块儿表才
100多块钱人民币哪！”

筚路蓝缕，白手起家。节
俭，这是嵌入王广亚骨髓深处不
变的基因。他追忆说，1949年在
台湾初创育达学校时，两手空
空，买不起红砖，监工也请不起，
他夜里常常睡在砖头堆上看家
护院；初建简易校舍时，王广亚
都是亲自上到房顶监工。而且，
王广亚的这种“范儿”一直延续
到升达创办时。学校投资上亿
元，但学院院长崔慕岳对王广亚
的工地菜谱却烂熟于心：“创办
人的主菜就是韭菜盒子、南瓜
粥、粉浆面条加烧饼，最‘奢侈’
的是烧饼夹牛肉。”

“ 你 不 会 理 财 ，财 不 会 理
你。”前一个“理”字是“管理”、

“调理”之意，后一个“理”字是
“理会”、“理睬”之意。这段话来
自《广亚锦言拾粹》，他是这样自
勉的，也是这样自律的。

多维世界 弱与强

多维世界 老与潮

多维世界 奢与俭

人生格言

我所创办的学校，除了挹注我个人所有的积蓄，更投入了我所有的青春和生命。我的
全盘付出，不但无怨无悔，甚至乐在其中。

人生传奇

1949年7月，王广亚在台北首创私立育达高级商业家事职业学校。由是60多年来，王
广亚博士构筑了横跨海峡两岸乃至东南亚的“教育帝国”——创办了台湾育达商业科技大
学、台北育达高级商业家事职业学校、北京育达高级职业学校、内蒙古经贸外语学院、泰国
清迈慧明中小学、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等10所学校，培养学生近40万人。王广亚先生也
因此被推荐为台湾私立教育事业协会理事长长达27年，并获选为台湾第一届私校十大杰
出教育事业家。2009年，他光荣入选“感动中原60年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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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达人“速写”创办人


